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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盎然朝花夕拾

信手拈来

馨香一瓣

有两则成语，一个是盲人摸

象，一个是庖丁解牛。在读小学

时，对这两则成语的典故，我已经

烂熟于心，但对其中所蕴含的哲

理，却是在工作多年后才有了更深

刻的体悟。在工作中，我也常常用

这两则成语来警示自己。

盲人摸象

盲人摸象是一个佛教故事，出

自《大般涅槃经》第三十二卷。大

意是：从前，有四个盲人很想知道

大象是什么样子，可是他们看不

见，所以只有用手摸。四个盲人各

执己见，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

谁。

参加工作多年后，我惊讶地发

现：在工作和人生的道路上，我们

很多人都没有真正明白其中的深

刻道理，一直不自觉地犯着盲人摸

象的错误。

盲人摸象，其实质是凭感觉获

取知识，但获取的知识是片面的、

不完整的，从全局或整体的角度是

错误的。用这样的知识去指导实

践，岂能干好工作？岂能正确把握

人生之路？

于工作，盲人摸象思维，是导

致一个人工作平庸的重要原因。

君不见，有的人，在一个行业或部

门工作多年，按理说早应该成为该

领域或行业的行家里手，但说情况

知道一些，可给人的感觉却不全

面、不系统，鲜有独到的见解，结果

是自己从事的岗位工作或所分管

的工作，业绩总是平平庸庸的，终

其一生，在工作上也只能是个忙忙

碌碌的平庸者。

于人生，盲人摸象的思维方

式，让我们不会有系统思维，更不

能站在全局去明辨对与错、是与

非。于是，我们便站不高、看不远，

处于懵懂的摸索状态。如此，做对

了是偶然，犯错误是必然。君不

见，回首几十年人生时，多少人流

下了悔恨的泪水？多少人痛恨自

己为什么当初看不明白？在许多

人的人生抉择上，犯了太多捡芝

麻、丢西瓜之类的错误。我认为，

究其根源，大都是盲人摸象式思维

所害。

我常告诫自己：在人生的路

上，在工作中，拒绝平庸，拒绝犯错

误，必须拒绝盲人摸象。但是，如

何才能做到呢？

庖丁解牛

在庄子笔下，观看庖丁解牛，

如同欣赏一场艺术盛宴。

你看，庖丁手、肩、足、膝并用，

触、倚、踩、抵相互配合，动作协调

潇洒，刀光闪闪，游刃有余，哗哗的

皮骨离开的声音，如同听着美妙的

《桑林》和《经首》之乐。

庖丁解牛的故事告诉我们的

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掌握了事

物的客观规律，做起事来就能得心

应手，游刃有余，成效显著。

我常常想：我们在人生中、在

工作中，如何才能达到庖丁解牛的

境界呢？

曾有位朋友告诉我，他认识

一个搞企业的老领导，在工作中

可以说是达到了庖丁解牛的境

界。其总是能抓住企业的根本

问题，抓工作思路清晰、精准明

了 。 各 个 部 门 、每 名 员 工 干 什

么、怎么干，每件事谁负责、什么

时间干成清清楚楚。其工作起

来不慌不忙，工作业绩却是硕果

累累。与其共过事的同志都说，

在他手下工作似乎没有难事，大

家工作虽紧张却心情愉悦。此

君在多个企业工作过，曾创造了

多个奇迹，亏损大户在他手中变

成利税大户，小企业几年时间成

为行业翘楚……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这

个传说中的企业家。

我抓住机会，向其请教如何才

能在工作中练就庖丁解牛之道。

其答曰：人与人能力的差距，其实

是思维能力强与弱的差距。工作、

人生，皆有规律。找到规律，工作、

人生方能如庖丁解牛般游刃有

余。思维能力是找到规律的“钥

匙”。庖丁解牛告诉我们的是一种

最重要的思维方式，即系统思维。

系统思维要求我们必须精准地把

握全局，如此才能层次分明，胸有

成竹。但同时，又必须协调好各个

部门的相互关系，形成有效运转，

产生最大效益。在企业管理过程

中，坚持系统思维，要做到“四个熟

悉”，即熟悉本企业的情况，熟悉党

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熟悉本行业国

内外发展现状和趋势，熟悉先进企

业的企业战略和管理经验。此四

者结合，就能找到本企业创新发展

之“道”。

听君一席话，我顿感醍醐灌

顶。庖丁解牛是结果，系统思维能

力是原因。用正确的思维方式，找

出企业经营之“道”，认识规律，把

握规律，就能达到庖丁解牛的境

界。如此，什么样的企业都能干

好。

人生亦如此，滚滚红尘，何其

纷繁！但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规

律在决定着每个人的命运。人生

有“道”，人生有规律。明了人生之

“道”，坚持走“人生大道”，就会走

稳、走好人生之路。

四十多年前，我在企业工作

时，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那时

做梦也想不到，日后介绍我入党

的，会是两名老检察官。

在企业工作几年后，我经考试

进入检察机关工作。随后，党组织

把我列为入党积极分子，并指定两

名优秀的老检察官做我的入党联

系人，负责培养考察工作。后来，

他俩又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在填

写相关表格时，他们一致建议我在

“重要社会关系”栏里，填写定居于

香港的堂姨妈的情况。一般来说，

这样的亲戚关系是可以不填写的，

但是，那时我借了堂姨妈的房子结

婚，他们二位认为，如实填报这个

情况，既有利于组织审查了解，也

表明个人对党忠实坦白的态度。

我遵从了他们的意见，很快就填写

好表格。

我的入党介绍人老卓，是全国

检察机关模范检察干部，年纪比我

大 30 岁，担负着机关后勤保障重

任。

机关刚刚恢复重建，工作设

施简陋，会议室是利用楼顶平台

搭盖的，地面还留了长方形的楼

梯口，作消防通道用。每逢开大

会，要用厚木板把它盖起来。老

卓深怕盖板没铺好会出意外，每

次铺盖板他都亲自动手。有一

次，他痛风发作，偏偏要开大会，

他忍着疼痛赶来了。当我们听见

会议室里的响动，上去帮忙时，他

已将盖板铺了一大半，在众人的

“强迫”下，他才坐在一旁指导。

盖板铺好后，他仍坚持让我们扶

着他，仔细查看，直到确定安全可

靠，他才离开。

我的另一位入党介绍人老傅，

年龄比我大20多岁，是我业务上的

师傅。有一次，他领我去岛外基层

调研。抵达时，食堂的饭菜已经做

好，没有登记就不能在食堂用餐，

领导见状，忙吩咐食堂为我们开小

灶，但被老傅婉言谢绝了。那顿午

餐，我们就近找了家小吃店，要了

白米饭，一荤一素两道菜，再加一

瓶饮料，简单解决。

这些事情，看似平凡，甚至微

不足道，可当我也成了其他入党积

极分子的联系人、入党介绍人，还

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想起他们，

我就懂得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该做

什么了。

吃，是祖先的智慧；吃，也是自

然的馈赠，五味的调和。中国美食

有山水的味道，阳光的味道；也有

时间的味道，人情的味道。一部

《舌尖上的中国》，让全世界人民看

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

源远流长。它远不只是一部“吃货

圣经”，更多的是在讲食物背后的

幸福感，每一道食物都能勾起观者

思绪的美丽乡愁。

古典名著多好谈吃：《金瓶梅》

里提到西门庆家宴中的菜肴珍馐

不下三四百种；张岱在《陶庵梦忆》

中光是叙述他嗜食的土特产时，就

列举了多达57种；袁枚的《随园食

单》更是明代饮食文化的扛鼎之

作；《儒林外史》几乎每一回都涉及

饮食内容；而《红楼梦》以一句大白

话概括，无非就是“吃饭”。

文人雅士莫不好吃：西晋张

翰因“莼鲈之思”而辞官返乡，传

为千古佳话；北宋苏东坡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宣称自己是

“老饕”的人，并创造出了“东坡

肉”“梅菜扣肉”“龙井虾仁”等；

清代李渔用蕈、莼菜、蟹黄、鱼肉

烹制的“四美羹”，吃过的朋友都

说“今而后，无下箸处矣！”；汪曾

祺谈“吃”看似闲聊，不经意间就

流露出淡雅的文化气息；陆文夫

“会吃”的声名远播文坛内外，每

到一家饭店用餐，厨师均惶惶然

有班门弄斧之感。

在饮食风俗中，名人各有贡

献：吃馄饨为了纪念盘古；吃年糕

为了纪念伍子胥；吃粽子为了纪念

屈原……在饮食种类上，名人各有

癖好：刘邦爱吃凉皮，咸丰帝嗜好

凉粉，慈禧饮茶成癖……在美食名

称上，古代四大美女“艳遇”四大美

食，“西施舌”“貂蝉豆腐”“昭君

鸭”“贵妃鸡”……

美食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享

受。读到活色生香的美食文字，难

免使人浮想联翩；看到色形诱人的

美食画面，足可令人口舌生津；若

能吃到垂涎已久的各色美食，幸福

感更是才下舌尖，又上心间。

漫漫长夜中的南昌

亮起一线曙光

1927年的8月1日

一面鲜艳的红旗

飘扬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红旗下走出一支劲旅

以人民子弟兵的名义

一路跋涉 步履铿锵

将一篇篇气势恢弘的传奇

镌刻在历史的门楣之上

从秋收起义到巍峨的井冈

从万里长征到八年抗日战场

从辽沈 淮海 平津三大战役

到抗美援朝 保家卫邦

这支劲旅

冲过枪林弹雨 前赴后继

闯过弥漫硝烟 浴血沙场！

战争年代 这支劲旅冲锋陷阵

用血肉之躯

筑起一道钢铁城墙

和平时期 这支劲旅风采卓然

抗洪抢险

他们跃身湍流 流血负伤

赶赴震区

他们冲锋在前 救死扶伤

战舰破浪 守卫海疆

银鹰掠空 驰骋翱翔

……

正是因为有了这支劲旅

中华民族才挺起了胸膛

正是因为有了这支劲旅

华夏神州才走向繁荣富强

正是因为有了这支劲旅

世界才惊叹

东方巨龙的精彩华章！

军旗猎猎 迎风飘扬

军歌嘹亮 响彻四方

军魂威武 亮剑锵铿！

菜床子，顾名思义，就是卖菜

的地方。它十有八九是用木板盖

的板房，柜台在窗口处，同样是用

木板搭建、长条如床大小的台面。

当年，它和粮店、小卖店一样，虽然

为数不多，却十分热闹。只不过，

粮店和小卖店长年人来人往，是大

家喜欢有事没事谈天说地的地方，

是老人们闲逛怀旧的地方，是孩子

们看着水果糖眼馋的地方，而菜床

子，则是从蔬菜下来的5月中旬以

后开始“开板儿”，到分秋菜“关板

儿”结束；从农民赶着马车送菜，到

排队的人群争先恐后一抢而空结

束。为此，所有的热闹都是从早上

卖菜开始的，菜卖完了，人就散了，

然后菜床子关门大吉，门前也扫得

干干净净。

那时候，菜床子每一天都在热

闹非凡中度过。春夏之交开板儿

后的第一批菜基本是发芽葱、韭

菜、生菜，以后，随着生产队冬储菜

窖的逐步规模化，蔬菜品种也扩大

到了土豆、萝卜和白菜。

许多人可以在工作间歇时去

菜床子买菜、去粮店买粮、去厂

卫生院开药、去厂托儿所给孩子

喂奶或者去附近的学校开家长

会等。而最热闹的是，大家在中

午成群结队、匆匆忙忙去菜床子

买菜，有时为了买菜连中午饭都

顾不上吃。

菜床子绝大多数是当地街道

开办的，极少数是供销社、小卖店

开办的。卖菜的人负责与生产队

取得联系，每天清早，他们骑上自

行车跑到生产队，装满一马车菜

后，就把自行车放到车上，自己坐

在车老板身后或者马车后面回到

菜床子，跟着车老板卸完车，就开

始卖菜。此时，买菜的人已经将菜

床子门前挤得水泄不通，大家拿着

柳条编的菜篮子（筐）举过头顶，熙

熙攘攘，不可开交，来晚一点，甭管

什么菜都卖得“片甲不留”。

细说起来，那时候蔬菜长得不

太耐看，许多鸡、鸭、鹅、狗、猪、马、

牛、羊等，同样长得土里土气，所

以，大家的口头禅才把它们叫作

“笨鸡”“笨蛋”“笨猪”“笨菜”，就是

土生土长的意思。

后来，大家吃到的南方菜诸如

佛手瓜等品种多了，菜床子周围卖

菜的农民多了，以卖菜为生的小商

小贩多了，只能经营不到三个季节

的菜床子风光不再。1990年后，菜

床子这个流行了几十年的老俗话

几乎已被人忘得一干二净。

菜床子，是一代人抹不去的回

忆。

梦乡里一场大雪飞扬

照耀我的还是温柔的月光

在松江两岸

我用不同的姿势将你仰望

不知你的汗水泪水和思绪

如何流淌千里来到我的身旁

就像我不知如何寻找

剪断的脐带和连着的故乡

你的美丽风光美好传说

如同我满斟青春的美酒

牵着一颗芳心，两缕闲愁

《山海经》里的“不咸”

是否够我恬恬淡淡咀嚼一生

爱人，我不会向仰望山顶一样

看你

我们要一起携手在大北方

在圣洁弥漫的天池旁，许下奔

向春天的理想

长白天池

如同等那故园枫叶红

我用天地入画岁月点染

才知流淌的时光没有句点

你就是我母性的三江源

松江下，心潮汹涌暗流呜咽

白衣少年的鬓间终于风霜

点点

二道白河是你的护卫

也守望着我归隐的梦想

美人松，抚摸你如同拉住前世

的恋人

收获了层层的雪花和落叶

我才一点点靠近天堂

当你神一般在我面前升起

你和蓝天我无法分辨

层叠的翠如碧的玉

倾倒播撒在山巅和我的心间

此刻，我宁静了

想起了母亲安睡的开满鲜花

的山峦

我只想轻轻地依偎在你的胸前

直到因爱白头，直到夕阳羞红

了脸

每当想起故乡的时候，故乡的

老屋就会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我的

记忆中，故乡的老屋记录了很多童

年的往事，也是离我心灵最近的地

方。

时过境迁，如今故乡的老屋只

能封存在我的记忆中。记得小的

时候，家在乡下，那时候谁家先盖

起砖瓦房，都是令人高兴的事。我

们家是村子里第一个盖上砖瓦房

的，令许多的邻居还有我的小伙伴

们都羡慕不已，如今这些都已经成

为了幸福的回忆。村庄的每一棵

树木都是一种我思乡的句子，每一

块砖瓦上写满了乡情，扯下一片白

云，化作思乡的泪滴，在无风的夜

晚悄悄低落在故乡。

老屋里的时光舒缓悠长，是

“从前慢”的格调，心顷刻间就静

了。默默望着老屋，我无法用语言

来表达我此刻的心境，只是用心在

与老屋低语，与岁月低语。老屋在

篱笆墙的掩映下显得更加安静，我

的乡情也更加浓郁了。

那一年，我下岗了。整日心烦

意乱的我什么都做不下去，便回到

了故乡。一连几天我都没有吃饭，

望着老屋静静发呆，这可吓坏了母

亲。母亲见我心事重重的样子，不

禁掉下了伤心的泪水，心疼地对我

说：“孩子，我与老屋是你永远的

家。你看看在屋檐上飞去又飞回

的燕子，燕子都不会迷失家的方

向，有家的温暖与指引，你就会重

新找到方向。”

在老家的那段日子里，我想了

很多，也思考了很多。我看着院子

里熟悉的一切，听着每一个细微的

声响，感觉自己的心在一点点变得

轻松。庭院的风荡涤着心上的尘

埃，一遍又一遍，我终于找回了自

己。在老屋里我写了很多散文、诗

歌与小说，写好后我就从小镇的邮

局，寄往了报刊社。很快，我的作

品陆续发表了。后来，因为写作成

绩突出，我被一家报社聘为编辑。

常常在报社值夜班的时候，我便想

起了母亲，想起了乡下的老屋。感

谢母亲，感谢老屋，那个在迷途中

不知何去何从的我，被老屋牵引，

毅然决然选择回归。以老家为起

点，我又开始了新的远航。

周末回农村老家，帮助父亲整

理旧物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小巧

可爱的可折叠的木质枕头，心中窃

喜，赶紧收藏起来。

问了父亲，我才搞清楚这个木

质小枕头的来历。1961年初，父母

亲结婚后不久，便收到了父亲的表

哥（即我的表伯父）送来的结婚贺

礼——一个精心雕刻制作的木质

小枕头。屈指算来，这个木质小枕

头在我家也有一个甲子的时间了，

它虽然有些陈旧，但是岁月沧桑赋

予它别样的光泽，也凝聚着浓浓的

亲情和友情。

这个小枕头是用一小块楠木

雕刻制作而成的，可以折叠收起，

睡觉时，很方便就可打开，不用时

可收起。冬天睡觉用它，不会觉得

冷；夏天炎热时用它，更觉凉快。

父亲说，雕刻制作这个小枕头

时，我的表伯父也才二十岁出头。

当时的表伯父绝对算是农村青年

才俊，他读书不多，全靠自学成长，

多才多艺。这个小枕头，小巧玲

珑，貌似简单，但颇具设计感，雕刻

制作需要功力，可以想象当年他是

如何用心地为我的父母亲雕刻制

作这件结婚礼物。

这个小枕头，就像时光记录

机，默默地记下了父母亲对子女

健康成长的爱心。父亲深情地回

忆说，幼时，我经常躺在这个小枕

头旁边，听母亲哼着“摇啊摇，摇

到外婆桥”入睡；再大一点，我们

这些孩子躺在这个小枕头旁边，

听父亲讲匡衡凿壁偷光、韩信胯

下之辱这些历史故事。孩提时

代，父母亲经常用这些故事来教

育、鞭策我们兄弟姐妹要珍惜时

间，努力学习，立志成才。如今想

来，那真是一幅幅温馨的画面。

看着这个小枕头，我有了更多的

感悟，做人，也要像这个小枕头，

能屈能伸，伸展自如。

灯下漫笔

两 则 成 语 的 感 悟
□曹征平

能屈能伸小枕头
□佳艺

旧屋时光
□王淑芹

（外一首）长白山怀想
□朱盾

闲情偶记
菜床子

□孙世华

我的入党介绍人
□石云松

舌尖上的幸福
□易玲

劲旅铿锵
□钱国宏


